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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听起来像好故事

高兴

一些以改革

、

试验为关键词的

地区

，

似乎最爱类比深圳

。 “

平潭可

能是下一个深圳

。 ”

在福建

，

官场和

商场都有人这样对我说

。

关于平潭

，

这段时间消息很多

。

6

月

，

发布了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

，

比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要短很

多

，

平潭的优惠政策很强

。

股市上

，

海西概念股好久没动了

，

直到本周

多只股票连续大涨

。

说海西概念

，

其

实是泛化的平潭概念

。

板块异动的

起因

，

是近日新闻报道平潭综合实

验区正式封关运作

。

有人说平潭是

“

一个匹敌上海自贸区的好故事

”。

一家券商报告说

“

平潭的面积比上

海自贸区更大

，

税收政策更优惠

，

政

治意义更深远

，

这是一个好故事

”。

平潭原是福州的一个县

，

也是国

内第五大岛

，

按面积算

，

是上海自贸

区的

10

倍

。

故事好的一面

，

已经被讲

透了

。

像我这样去平潭实地感受过的

人

，

也采访过官方

、

企业

、

商界以及台

湾学者

、

台湾企业各类相关人等

，

不

聊聊另一面

，

似乎不太厚道

。

和平潭强相关的上市公司很

少

。

有一家介入了基础设施建设

，

拿

到了地皮

，

还有很强的地方人脉

。

曾

经和这家公司高管聊过

，

当时我钦

佩公司布局的深远

。

但现在翻阅公

司财报

，

发现利润率低

，

业绩惨淡

。

我想

，

或许是发力时间未到

，

或许是

创业艰难

。

平潭看起来是一个好故事

，

但

仍看不出深圳的模样

。

平潭风沙大

，

自然条件不好

，

但政府的建设力度

也大

。

平潭建设已经数年

，

迄今足够

支撑实验区参与全球竞争的项目还

是空白

，

最大的项目可能是台湾宸

鸿集团

，

它是全球最大触摸屏制造

商之一

。

在平潭岛上沿主干道驱车而

行

，

两边散布着工地或海岛民居

，

城

区和国内的普通县城差不多

。

如果

说有什么区别

，

那就是沿街建材店

、

家具店特别多

，

显出大开发初期的

景象

。

平潭本身是没有工业基础的

，

但这不妨碍经济起飞

，

重点在于招

商和建设

。 “

什么是比特区更特

，

打

个简单的比方是像零关税的香港

。”

管委会的官员这样说

。

平潭无疑是个政策高地

。

只是

作为对台前沿

，

错过了最好的时光

。

最具创新精神和最有实力的台商

，

已经经历了多次产业转移

，

基本完

成全球布局

。

平潭是离台湾最近的

地方

，

人们以为台商会挤破脑袋进

来

。

现实有点不一样

。

福建作为离台

湾最近的省份

，

又是很多台湾人的

祖籍

，

但福建的台资在国内排不到

前三

，

台资主要集中在广东

、

上海

、

江苏等地

。

福州台商协会一位负责

人是第一批登陆的台商

，

也是最早

将工厂转移到珠三角的台商之一

。

1992

年

，

汪辜会谈后台资大量涌

入

；

1994

年

，

福建台资企业超过

4000

家

；

1998

年

，

大部分都走了

。

台

商模式是生产和销售两头在外

，

福

建产业链配套和基础设施显然难以

与粤沪苏媲美

。

事实上

，

早在几年

前

，

作为台商集中地的江苏昆山

，

已

有大量企业转移

、

关闭

，

这是我国成

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后的产业梯次转

移和升级趋势

。

深圳的机遇难再

。

像富士康一

样拉动深圳产业链的台企

，

几乎不

再有了

，

且富士康也将大部分业务

搬离产业升级的深圳

。

平潭经济上

的重点只能是贸易

，

而贸易要在全

国做出很大优势

，

并不容易

。

事实上

，

如果只是将平潭看做

一个自贸区

，

那是将平潭看低了

一个层次

。

自贸区全国将来会遍

地开花

，

但平潭只有一个

。

这是全

国唯一的

“

综合实验区

”，

综合的

重点不在于仅仅开发经济

，

重点

在于政治融合的实验

。 “

比特区更

特

”，

平潭的

“

特

”

主要 是 对 台 方

面

，

比如在两岸航运业务

、

台湾人

来平潭工作

、

新台币兑换

、

台商发

人民币债券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都

还只是一角

，

平潭探索两岸同胞

“

共同规划

、

共同开发

、

共同经营

、

共同管理

、

共同受益

”

的两岸合作

新模式

，

才是重点

。

产业资本动向：增主板减创业板

证券时报记者 谭恕

继

6

月产业资本

47

亿元增持

后，

7

月以来上市公司大股东继续增

持股份逾

23

亿元， 其中主板公司获

增持

22

亿多元。 另一方面，来自大股

东、高管、公司股东及个人股东的减

持集中在中小创公司，创业板近乎单

边减持。

7

月份以来的创业板和主板之

间出现了两种背离。 一是股指运行

的背离。 数据显示，创业板自

7

月

3

日见阶段高点

1428.67

点以来，出现

了连续三周下挫， 截至昨天报收

1422.60

点，跌幅超过

11%

。 与此同

时，上证指数震荡走高，从

2050

点

阶段低点出发， 到昨天突破

2100

点，涨幅超

2%

。

二是产业资本增减持背离。

7

月

数据显示， 主板上市公司大股东

30

笔次增持股份

8.62

亿股， 增持金额

23.1

亿元，远超主板的减持量和减持

额。 与上个月的特点一脉相承的是，

破净低价钢铁股继续领衔增持。酒钢

宏兴大股东两笔次一共增持

7.26

亿

股，金额

17.28

亿元，成为本月最大

笔增持。

除了大股东， 来自高管的增持也

可圈可点。 招商地产、中兴通讯、美的

集团、 中弘股份的高管虽然增持量不

大，但是笔次多，增持人数多，提升了

主板的整体看多人气。

创业板则呈现单边减持的窘况。

除了大股东和高管共

8

笔次的微弱

增持外， 共有

55

笔次大股东减持和

78

笔次高管减持。减持金额和股份数

最高的是宝利沥青， 共减持三笔，分

别减持

2560

万股、

2560

万股和

2380

万股，减持金额高达

7.3

亿；其次为欣

旺达， 两笔减持分别为

400

万股和

348

万股，减持金额达

2.1

亿元。

创业板公司的股东减持绵延不

绝， 绝大部分公司在上市股份锁定

期结束后就开启了减持之旅， 来自

原创股东及高管的套现成为减持最

大的力量。 所幸的是，创业板过去两

年的减持， 伴随着新经济的浪潮和

上市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在股指

迭创新高的背景下， 减持价格普遍

较高，对股价的冲击有限。 但近期的

减持却在股指的连续下挫中展开，

有雪上加霜之感。 中小板公司的增

减持与创业板类同。

值得注意的是， 继

6

月中央汇金

公司增持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

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新华保险

6

家公司之后， 本月再现传统周期股被

增持。其中，破净低价钢铁股领衔增持

额度。数据显示，新湖中宝增持超

1

亿

股，市值

3.33

亿元。 长园集团、徐工机

械、深康佳、北京城建均不同程度获得

大股东增持。 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中兴通讯、美的集团、中弘股份等分获

高管增持。 权重周期股的增持品种正

在扩散。

与创业板近乎单边减持不同，权重

周期股逐渐迎来一波产业资本的持续

增持。 而与产业资本动向相呼应的是，

上证指数在昨日突破了年线的压制，而

创业板指数则跌破了上升趋势的支撑。

价值比波动更重要

陈嘉禾

尽管蓝筹股估值更低

、

盈利能力

更强

，

但在本周的行情之前

，

市场仍然

有一种担忧

，

即小股票

，

尤其是创业板

下跌的时候

，

蓝筹股会受到牵连

，

也难

以走好

。

这种担心看起来很有道理

，

但

是本周的行情却展现了完全相反的情

况

：

在前

4

个交易日中

，

沪深

300

指数

上涨了

3.37%

，

创业板指数下跌了

2.61%

。

事实上

，

在对于资本市场的预测

中

，

此类不是基于价值发掘而是基于

市场波动的预测还有很多种

，

比如

“

东

海危机将利好军工板块

”、“

业绩披露

期股票市场将被提振

”、“

央行货币政

策紧缩将打压股市估值

”

等等

。

实际

上

，

这些偏离价值本身的预测很难准

确指出市场的方向

：

无论是短期的

，

还

是长期的

。

原因只有一个

，

即这个市场

的波动实在是变化多端

，

常常超出大

多数人的想象

。

在谈到投资杠杆时

，

沃伦

·

巴菲特

曾说

，

我从不用杠杆进行投资

。

因为这

个市场的波动太大

，

我不知道会发生

什么

，

而使用杠杆会降低我在极端状

态下抵抗风险的能力

。

如果连股神都

坦承自己无法预测金融市场会发生怎

样的波动

，

我们对波动的预测

，

又有多

大的把握呢

？

想象一下

，

在

2007

年

，

如果我们

问

A

股市场的投资者

，

未来

A

股银行

板块的净资产收益率仍有

20%

，

股票

分红率在

5%

以上

，

而市盈率估值只有

4

到

5

倍

，

你觉得可能吗

？

想必投资者

十有八九不会相信

。

与此类似

，

在

2000

年

，

当

A

股和

H

股比价超过

15

倍的时候

，

A

股的投资者绝对不会相

信今天的恒生

AH

股溢价指数居然会只

有

90

点

。

而彼时内地的购房者在付出仅

仅相当于每年租金的

12

倍左右就可以

买到房子的时候

，

估计也很少有人会想

到今天北京的房价与年租金的比值会达

到

70

倍

。

在过去的

4

到

5

年里

，

A

股市场进

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阶段

。

盈利能

力相对更弱的小公司的估值远远超过蓝

筹股

，

而有价值的公司的股价表现往往

逊色于题材股

。

但这种现象能持续吗

？

显

然不能

。

因为任何偏离价值的东西都会

被经济规律最终扭转

。

问题是

，

这种现象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

从历史看

，

可能会很快

：

A

股市场

上市值最大的

10%

的公司的平均市净

率估值和其余股票市净率平均估值的

比值

，

在

2007

年

5

月

30

日之前只有

68%

，

而在之后的

5

个月里这个比值反

弹到了

148%

，

蓝筹股的相对估值在

5

个月里上涨了

118%

；

也可能会很慢

：

从

1970

年前后开始

，

美国市场震荡了整整

10

年

。

但是

，

震荡并没有抹杀基本面的

增长

，

主板指数的估值在这个

10

年的

末尾下降到了只有

7

倍市盈率

，

而极低

的估值奠定了之后超级大牛市的基础

：

美国股票指数在之后的

20

年上涨了大

约

15

倍

，

如果考虑到分红则上涨了

17

到

18

倍

。

所以

，

正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

。

真正

关心长期业绩的投资者

，

应该试图预测

那些更加容易把握的基本面的变化

，

而

不是试图把握虚无缥缈

、

难以捉摸的市

场波动

。

未来几周

，

创业板还会跌吗

？

蓝

筹股还会上涨吗

？

这种风格转换还能持

续吗

？

相比于两者之间的盈利能力与估

值差

，

这些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

（作者单位：信达证券）

深证B指创历史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昨日，在金融、地产等蓝筹股的

强势带动下，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均

实现较大幅度上涨， 而近几个交易

日蓄势挑战历史高点的深证

B

指

也宣告冲关成功。

早盘，深证

B

指小幅高开后即

发力上拉，不到

15

分钟即冲破去年

12

月

9

日创下的

899.15

点历史最

高点。 随后，深证

B

指虽然有所回

落，但整体走势仍算平稳。最终该指

数报收

902.45

点，几乎为全天最高

点，涨幅为

1.13%

。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估值优势

以及

B

股“股改”深入，是刺激

B

股

持续走强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

50

只深市

B

股中，有一半个股的动态

市盈率在

20

倍，张裕

B

、古井贡

B

、

粤电力

B

等

10

股的动态市盈率甚

至不足

10

倍。 相对于

A

股来说，

B

股可谓是明显的估值洼地。事实上，

已经有相当多的资金注意到了

B

股的投资价值， 目前资金仍在不断

流入。 本周开市以来的

4

个交易日

里， 深市

B

股的量能不断攀升，从

不到

1.5

亿到

2

亿港元之上， 增长

非常明显。

综合比较来看，深证

B

指是中

国股市今年以来走势最强的一个大

盘综合指数， 截至昨日收盘的年度

涨幅为

3.96%

， 而同为

B

股板块的

上证

B

指同期下跌

9.79%

。另外，上

证指数、 深证成指以及沪深

300

指

数同期也分别下跌

0.52%

、

7.61%

、

3.99%

，去年大幅走牛的创业板指数

和中小板指数年度跌幅分别为

2.50%

、

6.29%

。

值得提及的是，深证

B

指今年

以来的涨幅就算与持续走牛的一

些重要外围指数相比也毫不逊色，

比如近期不断创新高的恒生指数

和刷新历史高点的道琼斯工业平

均指数，二者的最新年度涨幅分别

为

3.58%

、

3.08%

，也稍逊深证

B

指

一筹。

财苑社区

MicroBlog

近期主板机会更多

福明（网友）：

近日

，

主板与创

业板走势割裂

，

创业板向下破位

，

上

证指数向上突破

。

同样面对年线

，

有

人欢喜有人忧

。

创业板调整成为主趋势

，

周三

再次跌破年线之后

，

周四继续大幅

下挫

，

资金逃离迹象明显

。

上证指数

周四放量突破年线

，

有望盘出底部

，

成交放大

，

资金注入明显

。

值得注意

的是

，

突破是在周四申购新股期间

，

国债回购资金价格大幅飙升之际完

成

，

说明场外的新增资金介入明显

。

近期市场的格局已经清晰

：

经

过一年半的上涨和大涨

，

创业板进

入调整期

；

长期受委屈被压抑的主

板在各种题材综合作用下

，

受到新

资金的关注

，

成了近期市场的主战

场

。

在这样的格局下

，

投资者可以多

关注主板的机会

，

注意力暂时离开

创业板

。

（陈刚 整理）

以上内容摘自财苑社区（cy.

stcn.com）

简称 变动日期

增减持

方向

增减持方的

股东属性

股东名称

交易价格

（元）

交易股数

（万股）

交易股数占流

通

Ａ

股比（

％

）

最新

收盘价

深振业

Ａ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

增持 大股东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 ６６６．４３ ０．５０ ４．９６

深康佳

Ａ ２０１４．０７．２１

增持 大股东 华侨城集团公司

－ １２０９．７０ ２．０２ ４．６１

徐工机械

２０１４．０７．０８

增持 大股东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６．７８ ７８．０７ ０．０４ ７．７０

徐工机械

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增持 大股东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 １９８３．６４ ０．９６ ７．７０

中兴商业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增持 大股东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 ６２０．４４ ２．２３ ９．３１

中兴商业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增持 大股东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９．３５ ０．０３ ９．３１

中弘股份

２０１４．０７．１７

增持 大股东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 ４７．７７ ０．０２ ３．４１

冠城大通

２０１４．０７．１６

增持 大股东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 ２４１．００ ０．２０ ６．４５

葛 洲 坝

２０１４．０７．２１

增持 大股东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 ８５５．５３ ０．２５ ３．９４

广州发展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

增持 大股东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１５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８７

兴发集团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

增持 大股东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５６９．８６ ３．８６ １０．１８

福田汽车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增持 大股东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５１０．５１ ０．２０ ５．２６

新湖中宝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增持 大股东 新湖集团及浙江恒兴力

－ １００１８．５７ １．６０ ３．３３

北京城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３

增持 大股东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０２８．５７ ０．９６ ８．５５

北京城建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增持 大股东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２２．９０ ０．４９ ８．５５

北京城建

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增持 大股东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９１７．５０ ０．８６ ８．５５

北京城建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增持 大股东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９３．６８ ０．６５ ８．５５

酒钢宏兴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增持 大股东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 ３１３１６．７９ ５．００ ２．３８

酒钢宏兴

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增持 大股东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 ３１３１６．７９ ５．００ ２．３８

上海家化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

增持 大股东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８１ ２３５．９０ ０．３６ ３４．６３

华发股份

２０１４．０７．２３

增持 大股东 阳静

－ １．５０ ０．００ ６．６０

长园集团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增持 大股东 邱丽敏

－ ７７０．１８ ０．８９ １０．８８

长园集团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增持 大股东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１８．５５ ０．３７ １０．８８

长园集团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增持 大股东 易华蓉

－ ３９３．０３ ０．４６ １０．８８

多伦股份

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增持 大股东

－ － ８０．００ ０．２３ ６．８５

三安光电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增持 大股东 黄智俊

１３．６０ １４．６６ ０．０１ １２．８７

三安光电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增持 大股东 王庆

－ ６．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８７

三安光电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增持 大股东 韦大曼

－ １４．９９ ０．０１ １２．８７

三安光电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增持 大股东 阚宏柱

－ １１６．３４ ０．０６ １２．８７

赛轮股份

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增持 大股东 延万华

－ ５１２．３８ １．４６ １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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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K线图上，创业板指数与上证指数呈现背离走势：创业板指数有跌破585点以来上升趋势的迹象，而上证指数则有望突破

今年以来下降趋势的压制。 官兵/制图


